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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设置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报告。
1999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司法部法规教育司转发了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秘书处组织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2005年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教育）招生考试试行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联合
考试。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招收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含同等学力），而只招收具有国民教育序
列大学本科学历（或具有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律专业毕业生，采取这项措施的理由为：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重要渠道，加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法
学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任务。
这项改革措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学高等教育资源的社会效益，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特殊的教育功能和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各试点单位在培养过程中的组织工作。
对于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应鼓励他们报考法学硕士研究生。
在职人员符合条件的，则可以报考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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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刑法适用平等原则近现代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刑法适用平等的原则。
我国在《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专章中首先明确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这一宪法原则有三方面的含义：①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义务。
②公民的合法权益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决不允许任何违法犯罪分
子逍遥法外。
③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人不得强迫任何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
，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处罚。
刑法适用平等的原则在刑事立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我国《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对于《刑法》规定的这一原则，应从几个方面来把握：首先，这里所谈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指的
是适用刑法上的一律平等。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适用于法制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一项原则，但是由于其是以刑法条文的面目出
现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平等，指的只能是在适用刑法规范上的平等。
其次，该原则的适用对象是犯罪人，只有犯了罪的人才谈得上适用刑法。
再次，该原则内容包括三方面，即定罪上的平等、量刑上的平等和行刑上的平等。
定罪上平等，指对于相同的犯罪主体，适用相同的定罪标准；量刑上平等，指对于犯相同罪的人，必
须适用相同的量刑标准；行刑上平等，指对于所有服刑的罪犯，应给予相同的待遇。
总之，对于所有的犯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高低、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财产状况如
何，在定罪量刑以及行刑的标准上都平等地依照《刑法》规定处理，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刑法上一律平等的精神，贯穿于刑法的各项规定之中。
如《刑法》第6条至第11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刑法适用的空间范围。
这些规定表明，只要实施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无论是在我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是中
国人还是外国人，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在适用我国刑法上一律平等，不存在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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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最新权威信息；　　■原命题组成员领衔编写，二
十多位一线专家深度审稿，倾力推出2006年法硕联考整体解决方案；　　■明示命题原则与规律，把
握法硕联考命题脉搏；　　■凸显重点与难点精华，全面提升应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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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辅导教程(第6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
政法大学的最新权威信息原命题组成员领衔编写，二十多位一线专家深度审稿，倾力推出2011年法硕
联考整体解决方案明示命题原则与规律，把握法硕联考命题脉搏凸显重点与难点精华，全面提升应试
能力赠送100元考研权威专家网络课堂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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